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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海外教中文
始终与乡音为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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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一些中国网友将钱钟书先生的
英文书信拿给美国的学生、上班族和大学
教授看，想通过母语者的评价来了解钱钟
书的英文水平到底如何。但美国人给出的
评价各不相同，弄得这些中国网友们“丈
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毫无疑问，母语者对母语是最为熟悉
的。外语好不好，老外最知道。基于同样
道理，外国人学习汉语时，往往愿意多交
几个中国朋友，或请中国朋友做固定语
伴。但不是每个中国人都具备对外汉语教
师的水平，这会导致交流中的一些问题，
也会影响外国人学习中文的效果。我们应
该如何看待“语伴”呢？

深入沟通收获多

外国留学生来到中国后，有大量的机
会与中国人沟通并练习汉语。结交中国朋
友、找个固定的语伴，与随机遇到某个中
国人沟通相比，更有助于其提高语言学习
的效率，更全面地了解中国。

俄罗斯留学生安娜，在北京外国语大

学读书时结识了不少中国朋友，他们为安
娜学习汉语提供了许多帮助。“老师们认
为口语很重要，但是课堂上练习口语的机
会是有限的。我的老师说多和中国人说中
文对学口语很有帮助。”安娜说，“刚开始
我的口语不好，就想在学校里找中国同学
说话来练习口语。但第一次搭话时，他们
却和我说英语，问我是不是需要帮助。后
来，时间长了，我和一些中国同学成了好
朋友，他们知道我想多练习汉语口语，就
常用中文和我聊天了，他们会指出我发音
或语法上的错误。和他们在一起比上课轻
松，但是我学到了很多东西。”

这些朋友给安娜学汉语提供了不少帮
助，安娜跟他们还学到了不少方言和网络
用语。“课本上都是用‘你好’‘早上好’来打
招呼，但有一个北京同学告诉我说，老北京
人见面时常用‘吃了吗’来打招呼。还有一
个同学叫我‘亲’，说这是在淘宝网上流行
起来的称呼。我在生活中学着用这些词，大
家都说我的中文越来越地道了。”

南开大学的硕士生裴单告诉笔者，每
年文学院的中国学生都可以报名成为短期
交换来华留学生的语伴。她在本科期间就
曾给日本留学生嵯峨杏佳当语伴。在辅导
杏佳学中文的过程中两人成为了好朋友，
裴单经常带杏佳去校内外的餐厅吃饭，并
带杏佳参观校园。“杏佳对幅员辽阔的中
国很感兴趣，所以，除了教中文，我还会
给她介绍中国不同地方的著名旅游景点和
风俗文化，帮她了解中国。”裴单说。杏
佳既学到了中文，同时也更深入地了解了
中国，觉得和裴单一起很有收获。

交流之中有问题

当然，不是每个中国人都具备对外汉
语教师的水平，留学生在与中国语伴交流
时也会遇到一些问题。比如，如果语伴的

普通话不够标准，就会给外国
留学生带来困惑。“我的北京同
学说话时常常吞音，比如说
‘西红柿炒鸡蛋’听上去就是
‘胸柿炒鸡蛋’，说‘高晓松’
听上去就是‘高松’等，让我
有时候听她说话有些困难。还
有一个湖北同学，她发汉语拼
音里的‘l’和‘n’是没有区别
的，常把‘流鼻涕’说成‘牛
鼻涕’，受她影响，我现在有时
候都会说错成‘牛鼻涕’。”安
娜笑着说。

并且，语伴往往不会在沟通前像老师
一样做教学准备，有时不能清楚地解答留
学生提出的语言方面的问题和一些语言现
象。毕业于南开大学的马童童也曾经给日
本留学生当语伴。马童童不会日语，对日
本也了解不多，只能用中文和日本同学交
流。“我们约定每周见面一次，但我事先
不会准备见面时要教她什么，主要还是一
起聊聊天以练习口语。我会纠正她口语中
出现的问题，她有不会的字词也会问我，
但有时我用中文或英语解释她都听不懂。
在那种情况下，我就只能找图片给她看，
或者用手比划着来解释。其实最后我也不
确定她是否理解对了。”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李禄兴
指出，语伴和对外汉语教师相比有一定
的局限性，他说：“语伴与专业汉语教师
是有很大区别的，语伴只能告诉你发
音、词汇、语法方面的错误，而很难解
释产生错误的原因以及汉语中的一些规
律性现象，语伴只能见错纠错，没有举
一反三和预防错误的能力。汉语教师专
业的语言知识和文化知识，可以帮助学
生掌握语言规律，避免大量的同类错
误，教学方法也会更有效实用。课堂教
学的作用是语伴不能替代的。”

中国语伴不可少

语伴虽然不能代替汉语老师，但也有
其独到的作用。语伴大多是和留学生同龄
的大学生，交流起来气氛轻松。因此，若能
将课堂上下的学习结合起来，通过在课下
和语伴练习来巩固、扩展课堂上的内容，就
会产生更好的学习效果。同时还能通过沟
通，让双方了解对方的思维方式。

一项调查美国大学生汉语口语交际的
难点及应对策略的研究显示，被选取的155
名美国大学生普遍觉得进行较长、较深入
的口语交际很困难。而这些大学生中，42人
会结交中国朋友以练习口语交际，37人加
入了语伴陪练计划。可见，语言学习者十分
看重与母语者保持长期深入的沟通。

找一个中国小伙伴帮助自己学汉语是
个好方法，但要根据一定的原则选择语
伴，才能对汉语学习真正起到辅助作用。
李禄兴副教授建议说：“留学生最好是在
专业教师的指导和推荐下寻找语伴，或者
是找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的大学生当语伴。
长期和这样的语伴练习汉语，可以使外国
汉语学习者的汉语更规范，口语和听力水
平得到大幅提升。”

我们知道，一个人说母

语，不需要什么理论，从小

耳濡目染自然而然就学会

了，是自然习得。学外语，

耳濡目染也是捷径。现在，

学习汉语的外国朋友越来越

多，要想更快地提高自己的

汉语水平，找语伴是个不错

的选择。

语伴，顾名思义就是一

起学习语言的伙伴。语伴间

的互动能形成一种语境。有

关语言学家通过实验发现，

在语境中学习语言的速度是

惊人的，而语境和方法是语

言学习的两大重要因素。语

伴是营造语境的关键元素，

其作用是课堂语言学习的有

益补充。但是有两点需要注

意：一是语伴不能代替汉语

教师，会说汉语并不等于会

教汉语。绝大多数语伴没有

高深、系统的语言学理论，

往往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

然。二是语伴不同于随机碰到的路人。外国

汉语学习者和中国语伴建立起一种相对固定

的关系，交谈内容会更有针对性和连贯性。

其实，语伴还可以成为小伙伴，在交流

中，外国汉语学习者可以寻找汉语语感，学

习中华文化。中国语伴则可以通过语伴了解

外国的风土人情和社会状况，练习外语。与

课堂教学内容相比，语伴间交谈的范围更

广，也更随意。中国人的居住条件、饮食习

惯、婚丧嫁娶习俗、社会热门话题……通过

这样的交流，外国汉语学习者能够在语伴的

帮助下走近中国、了解中国。事实也的确如

此，不少来华留学生都和自己的语伴成为了

好朋友，从语伴变成了小伙伴。

中国人历来热情好客，外国汉语

学习者要想找个中国语伴并不是件

难事。何况现在学习英语或其他外语

的国人也不少，结成

语伴后可以互惠互

利，各取所需，共同进

步。最后，悄悄地问一

句：你有语伴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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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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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的经典古诗词中，有许多描写乡音
和乡愁的诗句脍炙人口、流传千百年，比如：
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未改鬓毛衰；举头望明
月，低头思故乡；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
倍思亲……在海外，能与乡音为伴的职业当然
是汉语教师了。

上世纪90年代初，一个偶然的机会，我漂
洋过海来到太平洋彼岸。在到达美国的前几个
月里，我非常想念国内工作过的学校、教过的
学生和曾经的同事，深深地体会到什么叫“文
化休克”。

但我又是那样的幸运，在离开故乡的20多
年里，我没有离开讲台，还有机会用汉语在海
外教学，为传承中华文化做一些努力。

当第一次了解到波特兰的华裔孩子们渴望
学习汉语时，我的心情十分激动，跃跃欲试。
当第一次接触当地的美国家庭，看到美国爸爸
妈妈带着领养的中国孩子来学汉语时，我对他
们肃然起敬，并暗下决心，一定要帮助这些孩
子学好汉语。当第一次面对美国本土的孩子们
时，我被他们的单纯天真打动，希望用自己的

努力，换来他们对于中国语言文化的认知。
20多年来，每当听见孩子们用流利的汉语

在课堂上回答问题、在课间交流；在周末、假
期里，他们把遇到的新鲜事、高兴事、烦心
事，用中文向我诉说，我都感到十分欣慰。

20多年来，孩子们随着年龄的增长、年级
的上升，也由浅入深地学习着中国语言，接触
着中国古代文化，孔子拜师、将相和、草船借
箭、景阳冈、猴王出世、晏子使楚……了解着
中国古代人民的智慧和成就，赵州桥、长城、
兵马俑……学习着中国近现代优秀文学作品，
林海音的《冬阳?童年?骆驼队》、许地山的
《落花生》、肖复兴的《那片绿绿的
爬山虎》……通过汉语，孩子们学
习中国地理，知道了雅鲁藏布江大
峡谷、桂林山水、乡下人家、趵突
泉；通过汉语，孩子们了解中国人
文乡土，对桂花雨、小桥流水人家
感到好奇。汉语作为传递中国文化
的纽带，在美国把不同族裔的孩子
联系起来。

20多年来，学生们从幼儿园小
班升入小学；由小学升入初中、高中，
但汉语学习从未中断。送他们进入大
学后，我仍鼓励他们继续学习汉语。
现在，有些孩子已经上大学三四年级
了，但仍在学习汉语的路上坚持着。

在和孩子们的玩耍中，在和孩

子们共庆中国新年的活动中，在辅导学生参加
汉语演讲比赛、文艺演出中，在带领学生回中
国的学习体验中，我不断地体会着在海外教授
汉语、传播中华文化的成就感和满足感。在未
来的岁月中，我会继续和乡音为伴，把汉语教
学坚持下去，让更多的华裔子弟和外国儿童从
小接触并学习中文，在心中播下中国的种子。

作为一个海外游子，一名汉语教师，汉语
早已融入我每一天的生命中。虽然身在异乡，
但乡音——汉语却始终伴随着我，并将继续伴
随着我的海外生活。
（本文作者系美国波特兰中文学校教师）

2013年6月，闫文美从北京语言大学汉语言文学
专业毕业，由国家汉办派往韩国龙仁泰成中高等学校
孔子课堂，开展为期一年的志愿汉语教学。对这段经
历，“和韩国学生们找到了心灵的共通点”是闫文美最
深的体会。

闫文美主要担任高级会话班综合课授课。高级会
话班的学生青春年少、活泼好动，汉语水平已经达到
了汉语水平考试（HSK）六级。他们虽然发言积极，
但表达能力稍弱。针对这一情况，闫文美一方面利用
教材锻炼他们的听说能力，一方面重点从写作方面训
练学生的连贯性和逻辑性，再同时延展到口语表达
上。为了提高学生的写作能力，她找了很多与作文类
型对应的文章供学生阅读。一次，她给学生读了史铁
生的《秋天的怀念》。考虑到受中文水平的限制，学生
可能难以体会文章表达的造化弄人的悲愤和“子欲养
而亲不待”的悔恨。可是，出乎她意料的是，学生们
听完都沉默不语，有的甚至还努力地深呼吸，似乎要
把夺眶而出的眼泪收住。“那一刻，我知道他们读懂
了。”闫文美说，“学生们问我：‘这篇文章写的是真的
吗？如果是真的，那就太悲伤了。’看着他们感动的目
光，我体会到了一种情感上的共鸣。我想，不论什么
国家民族，不论什么文化背景，人类的心灵是相通
的。”听了闫文美对史铁生这位命运坎坷的中国作家的
介绍，学生们受到了激励，对自己原来感到困难的汉
语表达，也有了坚持下去的决心。

闫文美还进行过一对一的辅导。在她辅导过的学
生中，有一位年长的《周易》研究者，孔子课堂的人
都尊称他为“曹先生”。曹先生是当地一家大型超市的
经营者，年轻时曾在当地的图书馆打工，无意间发现
了一本带有韩文注释的汉字版《周易》，从此便爱上了

这部蕴含中国古老智慧的著作，并且坚持不懈地研究了十几年。了解到他对
《周易》的爱好，闫文美在课程的常规语言教学之外，着重介绍了古代诗词和
一些较为浅显的文言文。她发现，基于对《周易》的理解，曹先生能够很快
地把握住诗词中的意象，并能用“易”的智慧来解释。其实，曹先生并不是
学者，没有受过高等教育，来到孔子课堂之前只能看懂汉字却不会说汉语。
就是这样一位韩国中年人，竟能吸取《周易》的智慧，融汇进自己的精神世
界。这再次让闫文美体会到人类心灵智慧的共通，不仅启发了她对中国传统
文化的再认识，也引发了她对中国传统文化在国内的生存现状的反思，更让
她真真切切地体会到“教学相长”的美好。

这次汉语教师志愿者的经历，让闫文美认识到语言的巨大影响力。随着
学生汉语水平的进步，通过课上课下逐步深入交流，她发现自己与韩国学生
之间的距离也越来越近。“这让我对语言的作用有了新的思考，它就是连结人
心的道路，让来自不同国度的人表达共同的情感。”闫文美说。

志愿汉语教学结束后，闫文美这样写道：“只要我用一颗真心去教汉语，
就一定能感应到在仰望着汉语的另一颗真心。我祝福学生们都能摘到他们心
中的那颗汉语之星。”现在，诚如文美所愿，曹先生已经来到了他向往的《周
易》发祥地——陕西省天水市，在当地的师范学院继续研究《周易》，高级会
话班的学生中也有人申请到了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北京语言大学等中国高校
的留学机会。对此，她很是欣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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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tars at night are big and bright，
deep in the heart of Texas。 ”（夜晚的星星大
而亮，深深地埋藏在得州的中央。）在美国得克
萨斯州，仿佛每个人都能吟唱这首耳熟能详的歌
谣。翻开2016年 9月的《中国国家天文》杂志，
一个来自得克萨斯州的男孩为大家讲述了一个关
于星空的美丽故事。暗夜中深蓝的天空静谧深
沉，星空或繁星点点或银河横亘，星斗仿佛触手
可及……在镜头中，暗夜中的大自然充满了神秘
的魅力，而星轨则更增添了灵动之美。这位带我
们进入得州梦幻星空世界的男孩，有一个地道的
中文名字——欧阳凯。

2014年，欧阳凯获得孔子学院奖学金，来到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学习。“在北大的一年是
我迄今为止最快乐的一年”，欧阳凯说。在中
国，欧阳凯收获着知识与快乐。他说，自己有两
个梦想，一是中文说得流利，二是为中美交流做

些事情。这两个梦想是他决定留在北京的原因。
在北京，也许他不能够像在家乡一样常常在户外
跑步，在深夜看星星，但是他可以参加多种多样
的跑步活动，可以成为“爱跑北京”第二站跑得
最快的外国选手，可以在香山越野赛中获得冠
军，还因此结识了不少朋友。

在欧阳凯看来，他的两个梦想是相互交织
的，“如果我的中文不能说得流利，那我怎么对
中国文化和中国人的性格进行深入地了解呢？如
果我不了解中国，我怎么能为中美交流而工作
呢？”“我想为孔子学院的文化交流和中美两国的
环保合作做些事情。”在给北大老师的信中，欧
阳凯这样写道。欧阳凯的梦想正在一点点地饱满
起来，逐步诉诸实践。他关心环保事业，不仅担
心北京的空气污染，也会参与得克萨斯州的暗夜
保护运动，还将眼光放在了环保领域的中美合
作。“21世纪的世界面临着很多挑战，同时也有

很多机会。要想应对挑战和抓住机会，就得合
作。我很赞同中国和平崛起和和谐社会的概念。”
“有人说中美两个国家的人性格不同，文化

不同，因此很难开展合作。但通过在中国的这段
生活，我觉得我的中国朋友跟我的美国朋友没有
什么不同，即使有差别，也是可以相互理解的那
种。”“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中美两国青年
应该携起手来，共同为人类文明进步、为世界更
美好而努力。”这是欧阳凯的心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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裴单（右）和日本留学生嵯峨

杏佳

刘亚非（右）和部分学生在一起

周林槿

欧阳凯的作品登上了《中国国家天

文》杂志


